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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代绪刚）今年以来，商南县大力实施文明
引领工程，抓实文明培育、文明创建、文明实践三大载体，厚植乡风
文明，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实。

商南县常态化开展“身边好人、最美人物、好公婆、好儿媳”系
列评选活动，启动商南县第四届道德模范推荐评选工作，县沁园春
茶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超和青山镇花园村韩红霞入选第一季
度“陕西好人”，县水环境公司运行班班长尹晓涛和城关街道东兴
社区党总支书记党媛媛荣获第一季度“商洛好人”，金丝峡镇梁家
湾九年制学校段欢芯等 3 名同学被评为商洛市“新时代好少年”，
县委文明委表彰 37名县级“新时代好少年”，并广泛宣传各类先进
典型事迹。大力开展“爱我商洛·点赞商南”主题实践活动，扎实推
进文明村镇、文明社区、文明单位、文明校园、文明家庭等创建工
作，组织 29个省级以上文明单位分管领导和业务干部参加全市培
训，精心指导县委组织部等 13 个申创 2023 年度市级文明单位创
建工作。

商南县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建设，建成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所、站）大数据平台，实现对全县 10 个实践所、126 个
实践站、104 个县直部门志愿服务队线下资源的统一管理，形成

“实践中心+融媒体中心+志愿服务”融合运行模式。健全完善移
风易俗和乡村文化振兴推进机制，高质量完成 2023年陕西省文化
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协调成员单位争取帮扶项目
130个，落实帮扶项目资金 4.74亿元。

商南大力实施文明引领工程

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7月7日，由市文旅局主办的“大地欢歌”2023陕西省群
众文化节商洛分会场系列活动暨欢悦四季·舞动丹江群众文艺展演活动在商州区戏曲广场举行。

（本报见习记者 王天彤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程毅飞）7月 7日一大早，商洛学
院 40 多名学子来到丹凤核桃主题公园，体验田园生活，
尽享采摘乐趣，在研学中体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在寓教于乐的研学实践活动中感悟劳动之美。

丹凤核桃主题公园位于棣花镇许家塬村，距丹凤县
城 15 公里，园区总面积 1400 多亩，园内生物多样，植被
繁茂，生态与自然、民风与民俗、秦风与楚韵水乳交融。
目前，该主题公园已成为产学研、农文旅融合和主导产业
带动乡村振兴的典范。

今年以来，丹凤县以商於古道建设开发为引领，以生态
文化、商鞅文化、平凹文化、四皓文化、红色文化为依托，持
续打造研学旅行精品品牌。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全县
已累计接待来自省市县研学的学生 3500多人次。

随着暑期的到来，丹凤县正在积极谋划推动暑期
研学旅游季，依托县域优质文化禀赋，进一步整合乡
村 生 态 旅 游 资 源 ，挖 掘 红 色 文 化 、民 俗 文 化 、农 耕 文
化，打造贯穿全域的精品线路，为广大研学者提供全
方位、沉浸式的研学体验。

丹凤着力打造暑期研学品牌

本报讯 （记者 谢非 李敏）7 月 6
日，山阳县杨地镇干部张喆和同事在龙潭
社区窑窝组鱼鼓峡下乡途中，发现一只黑
色的大鸟。经山阳林业部门鉴定，这只大
鸟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

据张喆介绍，当天他和同事发现这只
黑鹳一直站立在路边，观察了一段时间后
也没有飞走，怀疑是受伤了，于是就将它带
回镇政府，并联系了县林业局。次日，山阳
县天保站工作人员前往杨地镇进行鉴定，
确认这只获救的大鸟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黑鹳。工作人员给黑鹳做了检查，并将
其带到山阳县野生动物救助站。为了给黑
鹳提供更安全的环境，救助站在进行全面
检查和救治后，将在合适的放生时机让黑
鹳回归大自然。

据了解，黑鹳是一种体态优美、活动敏
捷的大型涉禽，成鸟的体长为 1 米至 1.2
米，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我国的珍稀
程度，不亚于大熊猫，因此也有“鸟中大熊
猫”的说法。这次在杨地镇发现黑鹳，也是
该地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有力表现。

杨地镇镇长雷鸣告诉记者，近年来，杨
地镇狠抓生态环保，坚决打好蓝天、碧水、
净土保卫战，扎实落实河长制、田长制、林
长制工作要求，全面加强对辖区河道的巡
查管理，常态化开展护林巡查，生态环境保
护态势持续向好，为野生动物栖息繁衍创
造了良好条件。他同时呼吁，每个人都要
增强环保意识，尊重和保护野生动植物，让
更多的珍稀动物在商洛“安家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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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曾维丹）今年以来，柞水县抢抓创建省
级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示范县机遇，扎实推进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不断丰富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文化惠民活
动亮点纷呈。

柞水县聚合社会文学艺术创作力量，开办《柞水文化》期刊，为
全县群众文化艺术、书画创作搭建交流平台，组织采风采访活动
10 多次，为繁荣全县文化艺术创作、传承地方特色文化培育更多
人才。谷子沟红色教育基地建设项目加速推进，《魅力柞水》系列
丛书出版发行，大型渔鼓山歌剧《红色谷子沟》启动排练，一系列特
色文艺作品载誉而归。持续开展“戏曲进乡村”与“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活动，截至目前，开展戏曲进乡村 38 场次，占全年任
务的 52.7%，惠及群众 3万多人。

柞水县围绕“大地欢歌·乡村文化活动年”“四季村晚”等活
动主题，积极筹办“大地欢歌”群众文化展演活动，编排群众文化
节目和经典诗词朗诵节目 10 多个；建立“预约+错时+延时”同
步、“点单+配送”并进、“政策+实际”结合等机制，累计开展文化
展演 200 多场次、送电影下乡 793 场次，惠及群众 30 万人次，不
断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建设“秦岭闺秀·康养
柞水”的干劲和热情。以创建国家文化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县、省
级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示范县为抓手，科学制定实施方案，
高质量完成申报工作，成为全市唯一获批全省第三批公共文化
服务高质量发展创建资格县。

柞水推动公共文化

服务高质量发展

一、什么是病媒生物？
病媒生物指的是能传播疾病（一般指

人类疾病）的生物，主要是“蚊、蝇、蟑螂、
鼠”四类生物，我们统称为“四害”。它们
不仅可以通过直接叮咬、污染食物、毁坏
建筑物等危害人类正常的生产生活，更可
以通过多种途径传播登革热、病毒性肝
炎、疟疾、流行性乙型脑炎等一系列严重
传染病。病媒生物会直接或间接传播疾
病，像蚊虫叮咬就可以传播流行性乙型脑
炎、疟疾、登革热等近十种疾病，而老鼠身
上携带着大量病菌，可能会引发流行性出

血热、鼠疫等等传染疾病。
二、什么是病媒生物防制？
病媒生物防制指预防和控制病媒生

物性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病媒生物防
制涉及到广泛的社会公共卫生问题和服
务环境；病媒生物防制与食品安全有着密
切的关系；可预防病媒疾病的传播与流
行；提高健康意识，减轻病媒生物对人类
健康的危害；有利于保护生态平衡；病媒
生物监测与防制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
也是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重要指标之一。

三、为什么是“防制”而不是防治？
病媒生物防制的“制”是制度的制。

病媒生物防制的含义是：对鼠、蝇、蚊、蟑
螂等病媒生物的“防”与“制”，“防”指的是

“四防”设施，如假鼠洞、防蝇帘、防蝇窗、
防鼠网等器具；“制”指的是对鼠、蝇、蚊、

蟑螂的灭杀，如用化学的药物灭杀，鼠笼、
灭蝇灯等物理灭杀，或用鼠、蚊、蝇、蟑螂
等的天敌灭杀，如：猫、蛇等。防治的意思
是“预防和治疗”，例如“防治疾病”“防治
虫害”等。“生物防治”就是利用一种生物
对付另外一种生物的方法。

四、开展病媒生物防制的重要意义
病媒生物性传染病是人类共同面临的

严峻挑战之一。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城市化
进程的加快，旅游和贸易的快速发展，生态
环境的不断改变，病媒生物种类、密度和分
布等发生了新的变化，不仅原有的病媒生物
性传染病范围扩大、发生频率和强度增加，
而且一些新的病媒生物性传染病不断出现。
媒介生物性传染病具有传播快、易流行的特
点，严重威胁人民的身体健康。通过对病媒
生物的有效控制，可以减少它们对人群的骚

扰和经济损失，更可以预防和控制病媒生物
性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把“四害”控制在

“不足为害”的水平，以达到预防疾病、消除
危害、保障人民健康的目的，更是进入国家
卫生城市的重要条件之一。

五、关于开展病媒生物防制的方法和
手段

病媒生物的主要防制方法有环境治
理、物理防制、化学防制、生物防制。环境
治理主要就是对病媒生物滋生物质和场
所进行的治理。物理防制主要是以器械、
工具为手段灭杀病媒生物的防制方法。
化学防制主要是以化学药物来防制病媒
生物，从而控制病媒生物的滋生。生物防
制就是利用自然界各种有益生物（如病媒
生物的天敌）或生物的代谢产物来防治害
虫，控制害虫的种群数量。（未完待续）

加强病媒生物防制 保障群众身体健康
——病媒生物防制小知识解读之一

7 月 5 日，恰逢镇安县西口回族镇逢
集之日，街道热闹非凡、人头攒动，卖完瓜
果蔬菜的群众挎着竹篮、扛着扁担，兴冲
冲地往上河社区华西小区走去。

“党的二十大提出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为农村发展指明
了方向。今年，我们社区的日间照料中心
建成了，社区的老人闲暇之余也有了好去
处；社区农产品加工中心也开始动工建设

啦，厂房建成后，山上的药材、松子和香椿
就可以在山下的厂子加工，附近的群众可
以就近上班了，这就是我们的发展出路。”
当日，上河社区“乡音课堂”热烈开讲。

浓浓乡音情，句句感党恩，声声入民
心。党员、群众聚神聆听，互动评论，不时
传来阵阵欢呼声。这样的“乡音课堂”在
镇安县的镇村已成为常态。

“开办农家乐需要啥证件？”

“不知道今年旅游业发展得咋样？我
农家菜做得不错，想在十里鱼坊对面办个
农家乐。”

“我们青树村作为乡村振兴重点示范
村，在苏陕协作的政策支持下，打造了集
生态康养中心、特色陕南民俗和休闲垂钓
一体的冷水鱼养殖产业园，还建成了占地
百亩的十里鱼坊，我们即将成为一个乡村
旅游的‘新村子’。”青树村联村领导王斌
耐心地解答村民提问，并呼吁大家，平时
要保持好整个程家川沿线的环境卫生、道
路绿化和安全防护，把传统的农耕文化保
护好，把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好，发挥好
自身特长，做好旅游接待工作，让外地来
旅游的客人感受到我们的发展特色、淳朴
民风和热情好客。

村党支部书记石宏星是当日的“乡音
课堂”宣讲团成员之一。“作为西口最大的
一个回汉群众融合村，在政府的不断支持
和帮扶下，我们应更加明确发展思路，把
开发程家川地区乡村游、农耕文化体验
游、亲子游等民族生态特色旅游产品作为
我们今后的重点工作。”石宏星激动地说。

没有宣传彩页，无需课桌板凳。注重
“实”的内容、“活”的方式、“鲜”的语言，上
党课的不仅有党员、群众熟悉的村干部，

也有当地家喻户晓的人民教师。
“兴修石坎建护栏，观山望水很新鲜；

聂家沟口是景点，民族广场在中间；广场
卫生搞得好，基础设施都齐全；气候温和
连山川，回汉两族住里面；观音庙处好景
点，进到里面龙洞川；民族政策放在先，人
民幸福好生活！好生活！”70 多岁的退休
老教师吴芳吉拿着一副快板唱响了聂家
沟村的“乡音课堂”，群众连连拍手叫好，

党员、群众聚拢在田间地头、农家院
落、社区广场，一句句乡音把党的二十大
精神生动讲述，一堂堂有思想、接地气、冒
热气的“乡音课堂”带来党的好政策，还原
乡味乡情，唤起群众的共鸣。

近年来，镇安县基层党支部结合当前
老党员年龄大、居住分散、腿脚不方便，年
轻党员工作繁忙、在家时间少，集中宣讲
难度大等实际情况，聚焦群众生产生活，
按需实施人居环境提升、助农、惠企等政
策，积极办好“乡音课堂”，创新开设“小板
凳”微党课，因地制宜把“固定讲台”变为

“流动课堂”，大力发掘培养群众中的“草
根讲师”，把“农家院子”变成“学习园地”，
将“理论观点”转换成“朴实道理”，让理论
宣讲接地气、扬正气、聚人气，以乡音党课
助推乡村振兴大发展。

“乡音”传“党音” 声声入民心
本报通讯员 陈少斌 倪 娅

本报讯 （通讯员 蔡 铭）临近傍晚，走进山阳
县城关街道丰东新区社区，居民吃过晚饭，陆陆续续来
到小广场前等待电影播放。大家在一起看电影、叙家
常，居民的夜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和谐融洽。

近期，城关街道按照全县公益电影放映工作要求，
积极组织公益电影进社区活动，为广大居民和暑期学
生送去夏日清凉，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丰富的

“文化大餐”。
时隔多年再次观看露天电影，家住丰东新区社区的

刘大姐感慨万千，她希望能多组织一些类似活动，“大家
围坐一起观看露天电影，不仅能丰富社区居民的休闲生
活，更能拉近邻里之间的距离，对孩子来说也很有意义。”

“感觉像是回到了小时候，没想到现在还能和儿子
重温儿时的快乐，这感觉太好了！”丰西新城社区“80
后”王大哥被勾起了满满的回忆。

据悉，城关街道公益电影进社区活动从 7 月 1 日
开始至 8 月 31 日结束，持续两个月，将在各社区陆续
开展。

公益电影进社区
炎炎夏日送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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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一些市民对献血顾虑重重，认为在高温气候
中人体极易出现疲倦、乏力、食欲不振、睡眠不足等，献
血后会愈发伤元气，伤身体。

固然，在高温环境人体能量消耗较大，大量出汗也
会使血液中的水分丢失一部分，血液浓度相对增加，但
只要适量补充水分，通过正常的机体调节，对全身血量
不会产生影响。

夏季献血，应该精神松弛，心情舒畅，献血后应尽可
能休息好，多喝带盐分的饮料，以补充大量出汗而损失的
钠，并适当增加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如瘦肉、鸡蛋、奶制
品、豆制品等，多吃些新鲜蔬菜、水果以给

“造血工厂”输送原料，加快血细胞恢复。
这里还要提醒一句，在高温季节中，千万不
要贪图凉快、贪吃生腻，防止暴饮暴食，以
免引起消化不良、诱发疾病。

夏季献血不必担忧


